
! 芸豆（ "#$%&’()% *)(+$,-%）概述
芸豆系食用菜豆之一。原产于中美洲的墨西哥

及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地，我国为次级起源中心，是

世界芸豆主产国之一，其产量仅次于印度、巴西和

墨西哥，占世界./。芸豆在我国栽培范围广，主产地

有云南、贵州、黑龙江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吉林和台

湾省。我国的红、白腰子豆，小白芸豆、中白芸豆、奶

花芸豆等为国际市场的畅销货，是换汇率较高的传

统出口商品。其中很大部份出口日本，占日本进口

量的01/，但日商对芸豆的粒型、粒色喜好不一，年

度间需求变化很大，当地市场销售价格为人民币

21—!31元 4 5+。011!年我国芸豆出口数量达36万吨，

创汇!7.亿美元，占全国粮食出口数量的3736/，占我

国杂豆出口量的.2/，占全国粮食出口创汇总额的

!173./。0110年，我国芸豆出口量再创新高，上升到

38万吨。

芸豆种类类型复杂，依据生长习性可分为直立

型、半蔓型、蔓生型，依豆荚纤维化的情况分为软荚

种和硬荚种，花色有白色、紫色、紫红、浅紫、黄、浅

红等，粒色有白色、花斑、黑、褐、紫红、黄、红、紫、蓝

灰、乳黄、双色等，荚色有浅褐、黄白、黄、紫花纹、灰

花纹、灰褐、黄褐等，粒型有肾形、椭圆、卵圆、矩形、

扁肾、扁圆、宽肾，幼茎有浅红、紫红、绿等，叶形有

圆形、卵圆、心脏形、披钉形、戟形等，依据鉴定性状

可分为矮杆型、多荚型、早熟型、大粒型、抗角斑病

型、高蛋白型或兼具上述特点类型的综合性状类。

芸豆籽粒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人体必需的八种

氨基酸齐全，而且含有多种矿物营养元素和维生

素。其荚壳、茎叶蛋白质含量较高，粗脂肪丰富，是

养殖业的饲料源。世界许多国家把芸豆看成是一种

低脂肪、高蛋白，多种矿物质的天然美食佳品。

0 凉山州芸豆生产状况

07! 凉山芸豆生产状况及效益

西南地区是我国小杂粮主产区，四川省小杂粮

栽培面积约811多万亩，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.—

8/。小杂粮主要种植在高寒山区，四川省芸豆种植

面积为1723万#90，凉山州芸豆生产在四川省占据显

著位置。据初步了解，凉山州芸豆年种植面积已达

17:8万#90，单产为8.15+ 4 #90，总产为.11万公斤，年

出口量已近3，111吨，约占四川全省出口量的.1/。

若以本地市场最低收购价格073元 4 5+（奶花芸豆），3
元 4 5+（大白芸豆）计，其经济价值在0至6千万元。

070 品种及种植模式

生产上，品种类型芜杂，参差不齐。主要以奶花

芸豆、大白芸豆、紫花芸豆为主，其它还有我们引进

的;13<0、品芸一号（小白芸豆）、=;菜豆，以及一些

较多的地方品种类型如鸡油豆、大花脸等。种植方式

以套作为主，净作极少，主要为玉米套芸豆、芸豆套

马铃薯，另外在岗丘薄地、林果隙地、地边地堰有种

植。

6 制约凉山州芸豆生产的主要因素

67!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差，观念落后

凉山的农民文化水平低，科技观念淡薄，旧的思

想、传统根深蒂固，积重难迫，沿袭至今的刀耕火种，

看天吃饭，雨灌农业仍大有存在。

670 农业基础薄弱，栽培技术落后

大部份旱地主要为山区坡地，自然生态条件破

坏严重，水土流失普遍，土壤耕层一般较浅。种植经

营不是精耕细作，而是广种薄收，栽培技术不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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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本文对凉山州芸豆生产状况、限制因子、潜力及优势进行了分析，并针对问题存在思考发展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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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理。

!"! 良种化程度低

我国芸豆种类多，分布广，面积零散，品种工作

滞后，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品种混杂严重，

商品质量下降，产销不对路；另一方面是许多地方

优良品种急待开发鉴定，尽快推向市场。

我州芸豆主栽品种由于种植多年，存在着种性

退化，感炭疽病，角斑病，品种类型繁杂，生产能力

及品质都不甚理想，难以形成较强的竞争力。

!"# 规模小，市场化程度低

发展芸豆，要形成产业，改变小杂粮市场原始

落后，基础设施薄弱，交通设施、运输条件、信息条

件较差，资本金比较小等状况，组建中介机构，为芸

豆种植、加工、市场、贸易提供保障，改变生产，销售

的无序状态。

# 潜力及优势

#"$ 具有种植芸豆的优越气候条件

芸豆生长期的最适温度为$#—%#&，我州二半

山区（$’((—$)((*），如昭觉、美姑、越西、甘洛、喜

德等$(余个县气候温凉，在芸豆生长期的#—)月，均

能满足其对温度的要求，温湿适度，光照适宜，适宜

发展芸豆生产。

#"% 芸豆种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

芸豆生育期短，适应范围广，能与大宗作物实

行间作套种，是灾年的良好救灾作物；在种植业资

源的合理配置中是不可缺少的作物，又是耕作制度

的好茬口。芸豆在各农作物中商品率相对高，且耐

储。

农民具有种植芸豆较高的热情，作为小宗杂粮

作物，高寒山区农民把它当作经济作物来种植，并

且业已成为部份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$+))—$++$年，凉山州实施了“科研、生产经营

结合，建设商品芸豆基地”项目；曾参加了“八五”国

家科技攻关计划 “主要食用豆种优异种质综合评

价”，子课题编号)’,($,(!,(#（#）；$++-—$+++年凉

山州科委下达了“高产、优质芸豆新品种筛选及配套

栽培技术研究”课题。我州甘洛县正在建立“商品芸

豆生产基地”。客观上，促进了芸豆生产。

#"! 较多的旱作土地资源

芸豆为间套种植的良好选择，全州耕地面积

!$"!万.*%，其中旱地%!").*%，占总耕地面积的/-0，

凉山州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为-"#!万.*%，玉米种植

面积为$(万.*%，因地制宜的发展，实行间套种植，充

分利用光热资源，立体栽培，以充分发挥整体综合效

益，经济效益，并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。必

将为发展芸豆生产提供广阔的前景。

’ 芸豆生产发展的思考

’"$ 良种良法配套，提高单产水平

“良种是个宝”，品种的良种化是促进农业生产

力提高的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技术措施。要以科技

为先导，全球化需求为目标，开发一批高技术、高附

加值的新产品，良种良法配套，推进芸豆生产迈向一

个新台阶。

据我们试验研究，玉米套直立矮杆多荚芸豆，在

二半山区，且肥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，以-尺一带（芸

豆、玉米三套二）效果最佳，’尺一带（芸豆、玉米双套

双）位居第二；在肥水条件稍差的地块上，则以’尺一

带效益最佳，-尺一带次之。蔓生型大白芸豆套马铃

薯宜采用-尺一带种植。

根据各地气候条件适时播种，争取有较长的适

于开花结荚的生长季节。底肥主要以农家肥及磷肥

为主，细土或细沙盖面，施磷!((12 3 .*%，农家肥

%%’((12 3 .*%，适当密植并采用适当的搭架方式，每

穴撒籽!—#粒。田间中耕除草%—!次，间苗每穴留苗

%株，结荚盛期重施尿素$$%"’12 3 .*%。保持湿度，注

意排水。及时收获、阴干（后熟期）、晾晒、脱粒。

表一 凉山州芸豆主产县的品种类型及生产状况

主产县 种植面积（亩） 品种类型 收购数量 主要栽培方式

甘洛 $’((( 奶花、大白芸豆、小白豆 %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（马铃薯—芸豆）

美姑 $)((( 奶花 -((5/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昭觉 ’((( 奶花 %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盐源 $’((( 奶花 $(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布拖 #((( 奶花 $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越西 -((( 奶花、紫花 $’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喜德 -((( 奶花 $((4 套作（玉米—芸豆）

注：资料由西昌市祥惠商贸有限公司、甘洛县农业局、盐源县农业局、布拖县农业局等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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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 加强收购管理，提高产品质量

过去，由于芸豆生产上存在品种混杂严重，栽

培管理粗放。粒色粒型不符合出口标准，在芸豆收

获、晾晒、脱粒过程中产生霉烂、生芽、残破粒多，种

皮光泽度差等，降低了芸豆外贸商品率，直接影响

了农民经济收入和出口创汇。因此，应努力实现标

准化、优质化生产，明确名品的品种、生产地域、生

产条件和质量标准。

!"$ 优化种植模式，以市场为导向，实现规模化生

产

市场经济的法则，强调的是经济收益。只有实

现规模化生产，形成规模效应，才能实现最大的效

益，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。正所谓“小杂粮，大战

略”，凉山州应在四川省整个农业结构调整布局中，

强 调 出 自 己 的 区 位 优 势 ，做 好 、做 大 、做 强 这 篇 文

章。

在产前，要重视对投入的经济社会因素，劳力

投入，土地的利用，资金的投入，进行科学的引导；

在产中，要提供管理，防治病虫害及自然灾害，在产

后，应畅通外销渠道，提高效益。

我州大部分山区污染小，无工业污染源，化肥

施用量小，几乎不施用任何农药。今后应加强农业

基础建设，搞好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生态建设，发展

生态效益型农业，无公害生产。

!"% 积极争取支持、大力宣传、形成凉山拳头产品

争取各级政府、部门、院校对芸豆生产的关心、

重视、支持力度亟待加强，广泛对外宣传凉山芸豆品

牌，争取绿色食品资格认定。使我州这一传统的土著

食品注入“营养、保健、益智、延衰”内容，成为新时尚

方便品，教育干部、培训农民，加快商品芸豆基地建

设步伐。

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和美国、加拿大等国

农业的竞争，实际上是分散小生产的传统农业与规

模化大生产的现代化农业、精耕细作的劳动密集型

农业与机械化技术密集型农业的竞争。在小麦、玉

米、大豆、棉花等大宗农产品方面，我国处于竞争不

利地位，但在芸豆等小杂粮产品生产方面，我国的竞

争优势明显。随着芸豆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绿色产

品、有机产品的发展，芸豆等小杂粮不仅在国内外市

场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，而且有望进一步扩大

发展。多年以来，芸豆可谓名不张扬，入世后，贸易将

推动生产，社会的发展，科学思想理念深入，人们对

健康追求，将增加芸豆的消费需求。农民将选择有优

势的芸豆来增加收入，促进发展。外销将直接拉动芸

豆的生产，但应意识到竞争的严酷，扬长避短，树品

牌，上档次、严标准、出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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